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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你發現熟悉的文化正逐漸消失，你會用怎樣

的方式去保存它呢？
「我希望把在嘉義市的客家人找回來，開闢一個

空間讓他們可以聚在一起。」曾在嘉義市垂楊國小
長期教授客語的林鳳儀強調，嘉義是個閩南人居多
的地方，如果能給客家人一個聚會的空間，讓大家
聚在一起講客語，藉此喚醒大家對於客家身分的意
識，客家文化才更能永續流傳。

客語演溝奪冠 只因無敵手

生長在高雄這個大都市，林鳳儀是道地的客家
人，雖然小時候政府規定只能說國語，可是在家
裡，家人依舊使用客家話對談，因此林鳳儀從小就

會說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她說，過去她很少意識到
自己的客家人身分，會走上客語教學，完全是因緣
巧合。從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畢業後，林鳳儀
就近在嘉義市垂揚國小任教。當時垂楊國小有個特
別的規定，就是新進教師必須參加國語文競賽，由
於林鳳儀是客家人，很自然地就選擇報名客語演
講，結果一舉得到了第一名。這倒不是她厲害，而
是因為整個比賽只有她一個人報名。這次經驗讓她
開始思考：嘉義市講客語的人數不多，而且真正敢
表明自己是客家人的人又更少。
根據內政部統計，嘉義市的客家人口只佔總人口

的百分之五點七，而且只有少數地方有客家聚落，
像是嘉義市東區鹿寮里等。然而人數少並非客家文
化微弱的主因。林鳳儀發現，其實她身邊有許多人
都是客家人，卻刻意隱藏其身分，這可能是受到早
期閩客械鬥的影響，老一輩的人總叮嚀子女不要彰
顯自己的客家身分，不要隨便說客語，使得客家人
的自我意識逐漸淡薄。
過去林鳳儀在屏東讀大學時，常與客家同學使用

客語對談，然而離開屏東後，她發現客家人相遇似
乎都不會使用客語。這個現象到了嘉義更為明顯，
讓林鳳儀萌生「找回客家人」的想法。因此她與另
外兩位客家朋友藉由客語比賽和尋常聊天的方式，
在嘉義這閩南人居多之處找尋消失在人群中的客家
人，並開闢一個空間讓客家人聚會聊天。在調職到
高雄市前，三個人更成立了嘉義市的客家文化協
會。 

跑堂上課 閩南孩子學客語

順著教育部開始推動鄉土語言教學，林鳳儀看到
這個好機會，主動向學校提出客語教學的課程，由
於學校教客語的老師不多，加上林鳳儀希望可以
讓學生主動學習客語，因此她提議將鄉土語言安排
在相同的時段，採用大學的跑教室上課方式。這種
跑堂的方式對於國小來說是件獨特的事情，讓小朋
友可以自由選擇想學習的鄉土語言，獲得極大的回
響。令人訝異的是選修客語的學生中，百分之八十
屬於閩南族群，但家長卻相當支持讓自己的小孩學
習客語。
對於這個現象，林鳳儀分析：「家長認為多學一

種語言，對孩子更有利。」她說，客語不一定只有
客家人可以學習，多接觸另外一種語言對學生來說

是「有利無弊」。而閩客族群能拋開過去的械鬥，
相互包容雙方的文化，甚至願意去學習對方的語
言，讓林鳳儀感到相當開心。

除了客語教學之外，林鳳儀積極提倡其他傳承客
語的活動，其中她最津津樂道的是「答喙鼓」。林
鳳儀說明，「答喙鼓」是兩人在輕鬆氣氛中相互戲
謔，講完一個完整的故事，說話節奏類似北方的數
來寶。據說，在台灣答喙鼓的活動源自於嘉義市，
因此這個有趣的活動也成為嘉義推動鄉土語言的特
色。藉由客家語的答喙鼓，讓學生以輕鬆的方式學
習客語。

「我對自己許一個承諾，若有機會我一定會不斷
地推動客家文化的活動。」林鳳儀堅定地說。在垂
楊國小任教九年後，林鳳儀被調派到高雄市的民族
國小，由於鄰近高雄市科工館，學校比較重視科普
教育的推廣，對於鄉土語言的教學較不熱絡，學校
的客籍老師對客語文化的推動也較沒興趣。單打獨
鬥的林鳳儀，只好一個人不斷地帶學生去參加客語
演講比賽，所幸學生頻頻獲獎，讓校方注意到客語
教學這個領域。林鳳儀認為，比賽雖會扭曲學習的

價值，卻是在推行客語上不得已的手段。

林鳳儀強調，現在二、三十歲的同輩老師，總是
會刻意隱藏自己客籍的身分，主因是怕引起對立，

也嫌麻煩，寧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對於客家
文化的漠不關心。然而林鳳儀不因此氣餒，她期許
自己做一個榜樣，藉由自己的行動力去影響同輩的
客籍老師們，讓他們願意為推動客家文化而付出。

鼓勵學童 參加競賽挑戰檢定

雖然目前任教的學校不支持客語的推動，林鳳儀
仍時時留意客語相關的比賽和活動，有機會就帶學
生參加。她也不斷地向學校提出教學建議，例如
「每日一客語」、「客語超夯廣播劇」等，期待未
來某天學校行政首肯的時候，能給予學生充足的客
家文化資源。此外，林鳳儀常鼓勵學校的客籍學生
參加客語檢定，藉由檢定來鼓勵學生說客語。山不
轉路轉，希望藉由一點一滴的機會，喚起大家對客
語的熱忱與關注。
「我目前是新進老師，還沒有辦法教客語，不過

未來我會積極爭取，讓我可以喚起更多學生對於客
語的熱忱。」這是林鳳儀未來的目標。
林鳳儀原本像許多客家人一樣，逐漸忘記自己客

家人的身分，然而在一次的比賽當中喚醒了自己客
家身分的意識，並積極地找回消失的客家人。林鳳
儀，平凡的客語老師，不平凡的態度，努力不懈地
為傳統的客家文化奉獻。

●王宗瑜/報導
前桃園高中生物老師吳貞宜，生長於純樸的新竹

縣新埔小鎮，當地居民大多數是客家人，吳貞宜自
認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客家婦女」。她熱愛自己的
生活，特別是孕育她數十載的客家文化。除了曾為
高中生物老師外，吳貞宜也是一位客家歌謠的教唱
者、客家食譜的收藏家。
深深以自己的客家身分為榮，吳貞宜對於客家文

化的傳承也多了一份使命感。看著熟悉的客家文化
日漸沒落，被年輕一代所忽略、遺忘，她下定決
心，要為延續客家文化盡一份心力。因此退休後，
她便開始致力於蒐集客家相關的食譜與歌謠。

唱唱唱 唱出自然客家音

數年來，吳貞宜蒐集了許多客家歌謠的歌譜，例

如描述客家人辛勤耕田、不畏寒冬酷暑與大雨滂沱
的《落水天》，還有記錄著情竇初開的年輕男女，
相互傾訴愛慕之情的《採茶姑娘》等等。吳貞宜甚
至在社區發起一個小型歌唱班，定期義務教唱客語
歌，成員有小孩、媽媽、甚至上了年紀的阿公阿
嬤，雖然大家的年齡相距甚大，但相處氣氛卻很和
諧。
「也許他們沒有唱得很標準，但大家都很努力、

很開心。」吳貞宜滿意地說。這些客家民謠或是年
代久遠，或是流傳不廣，有些冷門的歌曲，連年長
的成員都沒聽過。有鑒於現今客家話已嚴重失傳，
能看到有人願意繼續傳唱這些歌曲，成員們都很感
動，有時甚至找到以前的童謠，拿來送給吳貞宜。
在她的努力耕耘之下，參加客家歌謠班的人數不

但漸漸增加，偶爾在課後還會有一些媽媽留下來，
和吳貞宜用客家話敘家常，甚至有人希望能請吳貞

宜定期至家中教授小孩客家話。她們一致認為，客
家話是有必要保存下來的，並且期許吳貞宜的歌謠
教唱班能夠不斷擴大與拓展，以傳承給下一代。

拍拍拍 拍攝記錄美食秘方

除了客家歌謠外，吳貞宜也記錄保存了許多傳統
客家美食的食譜。不過，她並不是照著食譜或是電
視上的教學步驟，而是親自走訪自己母親、舅媽
與姑婆等長輩的爐灶。她擔憂這些佳餚會隨著長輩
們的年齡增長而後失傳，於是用攝影機與紙筆，一
步步記錄下她們純熟的烹飪手法與調配秘方。而目
前她已記錄下來的菜餚有白斬雞、牛肉湯、客家粽
子、菜包，甚至有仙草、醃漬梅子等。
吳貞宜不僅研究、保存這些食譜，甚至還會小試

身手，不定期烹煮客家美食與親友分享，從她的巧
手煮出來的純正客家好滋味，廣受好評。當遇到
有人向吳貞宜探詢秘方時，她總是大方地將自己的
筆記與嘗試後的心得記錄借給別人。而親朋好友接
二連三鼓吹她出書，她自己也表達了期待出書的意
願，希望將客家美食推廣得更遠、更普及。
「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的收穫！」吳貞宜難掩興

奮地表示，當初只是抱持著熱忱與試試看的心態，
而今卻儼然變成有模有樣的計畫。她對未來並沒有
更大的目標或更遠的想法，例如發起一些客家運動
等。吳貞宜堅定地說：「真正的傳承，是要將客家
文化融入生活中，並且能夠享受客家音樂與美食，
那才是最重要的。」
吳貞宜在外努力發揚客家文化，在家中也認真地

向小孩傳授客家話，從小便培養他們聽講的能力。
「一開始他們總是很排斥，但慢慢地也就習慣和接
受了，現在也會用客家話向外公外婆問候。」吳貞
宜解釋，每天接送小孩上下學途中，全家人總會一
起聽廣播電台推出的「每日一句客家話」單元，不
僅她從中習得了一些不熟悉的詞彙，一家人也被兒
子既淘氣又怪腔怪調的客家話逗得樂不可支。

孩子從小吃點苦 才知惜福

除了語言，吳貞宜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像個
「名副其實」的客家人，擁有硬頸精神與樸實節儉
的價值觀。她憂心地表示，「這一代的孩子尤其虛
榮」，球鞋、包包總是非名牌不買，出門一定要打
扮得光鮮亮麗、渾身行頭才行。她強調，「並不是
要省錢，而是他們應該要思考穿著名牌背後的意義
與心態是什麼。」因此，她也贊成讓孩子從小吃點
苦，遇到挫折時不要馬上挺身而出替他們處理，應

讓孩子嘗試自己解決困難，如此他們才能學會惜福
與獨立。
時時保有一顆充滿好奇與熱忱的心，吳貞宜除了

自己辦的客家歌謠教唱外，同時也參加了一般民間
舉辦的婦女歌唱班，學唱台語和中文流行歌曲，被
女兒譏笑：「媽媽連台語都聽不太懂，還敢去唱台
語歌！」但吳貞宜強調，只要有心學習，語言不是
個問題，就像她教唱客家歌一樣，小孩子們不懂那
些歌詞的意境，卻仍然很容易地學了起來。「人生

就是要盡情的體驗與學習。」此外，她也熱衷於國
畫、太極拳與書法。在她的書房內有厚厚一疊練習
過的宣紙與臨帖，還有一張張裱起來的國畫，氣勢
磅礡，充分展現她的才華。
推廣客家文化，單憑一個人的力量並不足夠，但

每一步走過的足跡，卻都是重要的里程碑。吳貞宜
認為，這一路走來她並不寂寞，反而是在傳承的過
程中，更深入了解到父母與自己的文化，讓彼此的
關係更加親密了。

簡單過生活 傻人有傻福

●王宗瑜/報導
已從桃園高中退休的吳貞宜，在家人及學生的

眼中，是個名副其實的老實人。「老實和傻似乎
只有一線之隔。」女兒笑著說，媽媽每次去買水
果總是問攤販「老闆，這甜不甜？」。女兒不禁
反問，「哪有老闆會跟客人說不甜的！要是買回
來不甜，媽媽就會怪攤販騙她，但下次還是繼續
問一樣的問題。」
此外，去中國大陸旅遊逛街時，大家殺價都從

三折喊起，吳貞宜卻不好意思討價還價，小販說
算她便宜一點，她便興高采烈地買了。「結果十
塊人民幣我買了一個，其他人買到了五個！」
吳貞宜笑著說，並不太介意被眾人揶揄「虧大
了」。
但也許傻人有傻福，吳貞宜與丈夫的相遇也是

一段有趣的羅曼史。當時男友母親一聲問候：
「妳也該結婚了吧？」吳貞宜便開始認真地思索
著，並且告訴未來的伴侶：「你媽媽說我們該結
婚了！」這下連求婚、訂婚的步驟都省略，兩人
便「糊裡糊塗」地步上了紅毯。
「我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吳貞宜噗哧地

笑，她認為人生過得越簡單越好，不需轟轟烈
烈，只求問心無愧，她總相信上天自有安排。

退休老師開歌謠班 教唱又交流

吳貞宜

林鳳儀        

採集歌譜與食譜

盼隱藏族群走出來

開一扇客家的門

客語腔調 凸顯地方特性

●蕭宇軒/報導
林鳳儀於嘉義市垂楊國小九年以及高雄市民

族國小三年的任教時間，不斷地推廣客家話，
除了在學校教導客語之外，更培訓學生出去參
加客語相關比賽，時常榜上有名。
在外積極地推動客家話，在家她依舊力行不

輟，都用客語與子女對話，藉此讓孩子不忘自
己客家人的身分。「許多爸媽怕小孩子聽不
懂，所以就不對他們說客家話。」林鳳儀認為
「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越是不懂就越是要跟
他講。」語言是文化的傳承，若是老一輩的人
不願意用客語跟小孩對談，未來在社會中，新
一代更沒有機會可以學習客家語言。林鳳儀強
調，客語不只是一種語言而已，它更是凝聚客
家族群意識的元素，因此她總是鼓勵身邊的人
參加客語檢定，除了增加自己的優勢，也可以
藉此得到更多學習客語的動力。
不像其他客家人堅持自己發音的「正統」，

林鳳儀認為語言的美就在於混在一起，語言會
融合不同的語言，產生出自己獨特的腔調，這
是語言的特性，顯示出不同的地方文化特性。
「當然，初學者還是必須學習正確的腔調」，
她笑說。

吳貞宜對於國畫十分熱衷，對自己畫出來的作品也相當滿
意。 （王宗瑜／攝影）

林鳳儀拿著熟悉的客語課本，這是她在國小授課的教材。
 (林鳳儀/提供)

林鳳儀積極推動客家話，用客語與子女對話，藉此讓孩子
不忘自己客家人的身分。 (林鳳儀/提供)

林鳳儀相當疼愛自己的兒子，她認為語言就是要多說才會流利，因此常用客語與兒子對談。 (林鳳儀/提供)

吳貞宜與先生在美國共患難的時期，是兩人永生難忘的美好回憶。 （吳貞宜／提供）

吳貞宜平日喜愛寫書法陶冶性情。 （王宗瑜／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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